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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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浩荡前行，把握
方向才能把握未来，引领方向
才能通向坦途。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人类历史
大势，充分肯定二十国集团对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明
确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
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
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

“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
发展”的四点倡议，为把握世界
经济正确方向贡献了中国智
慧，为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

应当看到，尽管世界经济
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但
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
趋势没有改变，各国逐渐形成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
唯一正确选择。以负责任态度
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是历史
赋予二十国集团的使命。回望
历史，正是保持世界经济稳定
发展的共同需要催生了二十国
集团，近年来世界经济出现向
好势头，是同二十国集团的努
力分不开的。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四点倡议，把握和顺应了世
界经济的正确方向，明确了二
十国集团引领方向的理念和路
径，赢得与会领导人的高度认
同。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就要坚持开放

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领、普
惠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讨论“公平和可持续未来”议
题时所指出的，二十国集团的
经济规模超过世界经济总量
的 80%，只要我们每个成员的
经济都保持稳定和增长，世界
经济稳定和增长就有了保障；
我们都要为世界经济增添正
能量，减少有关宏观经济政策
的负面外溢效应，努力形成一
个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对
于二十国集团成员来说，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团结一
致，共克时艰。只要各方发扬
伙伴精神，平等协商，互谅互
让，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一定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按照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倡议，再次

拿出勇气，展示战略视野，引
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
前发展，就一定能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就要共同维护
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
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
向，是二十国集团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重要经验，也是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面对二十国集团成员间月均
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前
翻了一番的局面，我们应该坚
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
的多边贸易体制。面对困难
挑战，各方应该坚持财政、货
币、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的
政策工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
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增

长。面对世界经济数字化转
型的大势，我们既要立足自身
发展，充分发掘创新潜力，也
要敞开大门，鼓励新技术、新
知识传播，让创新造福更多国
家和人民。面对发展问题这
一世界很多问题的一大根源，
我们要继续把发展问题置于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
置，落实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联合国框架内有关工
作提供有力支持。

“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
觉海波平。”登高望远，牢牢把
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二十国
集团才能更好担负起使命与责
任，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
道向前发展，使不同国家相互
受益、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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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重挑战，我们既要
增强紧迫感，也要保持理性，登
高望远，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
界经济大方向。”

在南半球充满希望的阳春
时节，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
会，并在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
引导性讲话，深刻分析人类历
史大势，明确提出了二十国集
团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
向前发展的四点倡议，赢得与
会领导人高度认同，引发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世界经
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
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
风险加快积聚。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引发深刻变化，

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
增加。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
路口，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
史性的选择。合作还是对抗？
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
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
题，关乎各国利益，考验人类智
慧与道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表明，
不同选择曾经给世界带来迥异
的历史轨迹，人类有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也有过惨
痛的历史教训。从历史大势看，
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
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
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
改变。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不断延伸和拓展，带动了生产要
素全球流动，助力数十亿人口脱
贫致富。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

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
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
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
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强调的，“无论前途是晴是
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
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
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逻辑。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周年，也是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10周年。10年前，在国
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二十
国集团临危受命，秉持同舟共
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
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
苏轨道。这是一次创举，团结
战胜了分歧，共赢取代了私
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
的：“10 年来，我们同舟共济、

勠力同心，推动世界经济走出
衰退深渊，走上了复苏增长的
轨道。10年后，我们应该再次
拿出勇气，展示战略视野，引领
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
展。”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
引领方向，从历史使命中坚定
信心、勇于担当，牢牢把握世界
经济正确方向，二十国集团责
无旁贷。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
引领方向，就要坚持开放合作、
伙伴精神、创新引领、普惠共
赢。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四
点倡议：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
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
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应当看到，二十国集团成员间
月均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

前翻了一番，2018年全球货物
贸易量增速可能下滑 0.3%。
应当懂得，伙伴精神是二十国
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二十国集团成员都
应该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习
近平主席提出四点倡议，顺应
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把握浩
荡前行的历史大势，明确了二
十国集团的责任使命，彰显了
中国智慧与胸怀。正如许多与
会领导人所说的，各方应该加
强团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
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二十国
集团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坚定
信心、携手合作，就一定能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各国
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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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房清江

11 月 30 日，陕西西安翻
译学院颁布新规定。这份《规
定》目前只是试行，对该校大
学生校内外饮酒做出了限
制。比如规定的第三条：严禁
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饮酒
（含酒精度饮料），学生因生
日、节假日、入学、升学、毕业
等原因在校内外组织的聚餐
活动一律不得饮酒。（12月2
日《中国青年报》）

饮酒不管是什么人、什
么地点，都算不得是很好的
习惯，特别是损害健康以及
酒后容易滋事，所以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的禁酒，基于趋
利避害予以禁止总有其合理
性，比如包括公职人员在内

的几乎所有行业，都会要求
禁止在工作期间饮酒，有的
甚至还扩大到了工作作息的
全时段，包括非职务的生活
场景。当然，饮酒也有其合
理的一方面，小酌怡情，特定
的场合也是交际方式。高校
有其特殊性，这也让校园禁酒
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大学
生也是成年人，他们与普通公
民平等的权利也同样都应当
得到尊重。尽管禁酒可能被
大多数大学生认同，但统一规
定带有很明显的行政管控烙
印，即便有很强的合理性，甚至
是必要性，但难免有些生硬。

其实，大学禁酒核心的
争议并不只涉及到“一刀切”
的合理性，更深层次问题是
大学生不只是大学管理的对

象，还应是大学管理的参与
者，有权参与到与群体密切
相关的管理中来，任何的管
理不能总是打着为了学生
好、替学生负责的旗号，而忽
视了学生的呼声。

大学禁酒更好的做法应
是将是否禁酒交给学生自己
决定，让学生们通过讨论制
订规定并由自己执行，既有
利于把更多的争议消弭于规
定的形成之前，又有利于形
成共识。

高校应当相信学生有辨
别是非、把握分歧的能力，能
够通过讨论找到饮酒与禁酒
最准确的界线，而这个过程是
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饮酒和培
养大学生民主参与意识、引导
大学生参与自我管理的过程。

大学生能否饮酒不妨交给学生决定

沈海涛 作

□武海义

文艺汇演、毕业汇演、艺
术节……记者昨日从香洲区
文化体育旅游局获悉，为丰富
市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
高社区居民的文化修养，该局
联合相关单位于12月推出包
括普法宣传、毕业汇演、文艺
汇演及艺术节等多种形式在
内的 15 项文化活动，把文化
大餐免费送到市民群众家门
口。（12月1日《珠江晚报》05
版）

近年来，我市文化惠民
工程有了长足发展。以香洲
区为例，全区126个社区都有
超过2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
社区活动场所实现了全覆
盖。而在前几年斗门区举办
的首届市民文化节上，共为
市民送出 2000 多项“文化大
餐”，全区参与文化活动人数
达 30 万人次……眼前，香洲
区再以多种文艺活动形式，
把文化大餐免费送到市民群
众家门口，从中透出的民生
情怀令人欣慰。

文化惠民是党和政府近
年来亲民政策、爱民政策的体
现，也是“执政为民”理念在文
化上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政府
重视民生、服务民众、亲民爱
民的服务理念。要看到，在物
质生活充裕起来之后，群众的
追求更多转向精神生活，他们
期待丰富的有特色的文化活
动充实业余生活，盼望通过在
家门口建社区公园，在活动中

结交朋友，加深邻里关系。特
别是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
村，村民们更期盼文化下乡，
为广大乡村带来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实践证明，文化惠
民让城市充满活力，有利于全
面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

文化发展的目标就是为
民服务，就是保障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民生不仅仅
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
更涵盖精神文化生活层面。
事实上，文化同教育、就业、
医疗、社会保障一样，都是民
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抓文化
就是抓发展、抓民生，就是让
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
众。当下，我市已进入经济
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迫
切需要文化事业凝聚人心，温
润心灵，舒缓压力，丰富生
活。这就需要各级政府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加大公共文化
建设投入，使文化惠民真正落
实到群众日常生活中。进而，
把积极的人生追求、健康的生
活情趣传递给基层群众，让群
众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得
到陶冶，提升精气神。

一座城市的发展进步，离
不开文化实力的支撑；一个社
会群体健康成长，离不开文化
艺术的滋养。文化惠民，对公
民来说是一种权利和福利，对
政府来说则是一种义务和责
任。期待各级政府把文化惠
民实事一件件不停地办好，一
年年持久地抓好，让基层文化
生活真正鲜活起来、生动起
来、丰富起来，不断滋养人们
的精神世界，使更多群众尽享

“文化盛宴”。

文化惠民多多益善

为蒙冤干部澄清正名
不仅鼓劲更提信心

新闻：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景阳镇谢
家湾村，清晨7点，11月的寒冷已让人
直打哆嗦。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光爬起来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往饮水管道铺设
工地。10月27日以来，56岁的赵文光
就在村委会和管道铺设工地两头马不停
蹄地转。当天，建始县公开通报5起不
实信访举报，为5名干部澄清正名，赵文
光就是其中之一。再不用被村民戴着有
色眼镜看了，赵文光感慨万分。
（新闻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点评：为遭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
名，还清白者清白，不仅让他们放下了
思想包袱，更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坚定
了他们干事的信心。纪检监察工作必
须要导向鲜明，为敢于干事担当的干部
撑腰鼓劲、保驾护航，不断调动激发好
干部的积极性，积极传递廉洁、公正、为
民的好风气。

点评

旅游安全问题日渐凸显
法规及制度化保障亟待完善

新闻：近日，一名12岁的小学生在
江苏省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游学时，被
石柱灯砸中身亡。在此之前，河南省焦
作市神农山景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
故，造成1人死亡。随着旅游逐渐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旅游景区的安全问题
日渐凸显。《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报
道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2017年以来，
媒体至少披露了95起旅游景区人身伤
害事件，其中2017年66起，2018年以
来29起。在这些发生在旅游景区的人
身伤害事件中，因景区设备所致事件最
多，为19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
达70人。 （新闻来源：法制网）

点评：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民生产业
和幸福产业，安全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此，亟需完善旅游安
全相关法规及制度化保障，同时相关执
法部门间的无缝合作也亟待提升，别让
频繁发生的旅游景区人身伤害事件成为
制约旅游业产业升级的绊脚石。

赋予老师适度惩戒权
让老师敢管“熊学生”

新闻：熊孩子在学校调皮捣蛋，老师
想管却不敢管，是近年来教育领域的一
个尴尬情形。近日，常州局前街小学决
定“吃螃蟹”，召开了听证会，探讨把对学
生的惩戒权还给老师。该校校长称，知
道阻力很大，但此事对孩子有益处，对社
会有贡献，“我们就要去做。”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网）

点评：老师有教育的权利，当然也包
括对学生的惩戒权，与其让它处于一种
模糊的状态，不如将之体系化、标准化，
从而确保可管可控。赋予老师适度惩戒
权，等于给出了正式的“官方”惩戒方案，
给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各方都立了规
矩。为避免在执行过程中惩戒过度成为
体罚，有益尝试过程中还需更多细则。

让监管体系真正运转起来
避免制度沦为“墙上挂画”

新闻：在近11年时间里，广东省中
山市港口镇一名股级干部竟将“黑手”伸
向老百姓的“活命钱”，以虚报冒领的方
式骗取民政扶贫专项资金3587万元，将
近该镇实际发放专项资金总额的一半。
漏洞百出的弄虚作假，竟躲过了一层层
审批审核。按照制度要求，经办人提请
资金申请后，镇社会事务局和财政分局
局长、分管民政事务和财政工作的镇党
委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要逐级审核签
名确认；银行对收款人及账户逐一核对
后进行发放；镇财政分局对银行实际发
放的明细清单进行对账核实。但实际操
作中，人人都认为前面有人核过，草草签
名了事。 （新闻来源：新华社）

点评：一群懒猫养活了一只硕鼠！
该案数额巨大，手法粗陋，但从第一次作
案直到案发，居然可以持续11年之久，
无不反映出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在执
行制度时的偷懒耍滑。扶贫工作，强化
资金监管、完善相关机制尤为重要，避免
制度沦为“墙上挂画”，就要定期对制度
进行“体检”评估，及时堵住漏洞，确保权
力运行无缝可钻，让监管体系真正运转
起来。


